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諏訪神社鎮座於小木曾地區巾下的神社樹林。

除祭祀諏訪大明神、熊野大權現、八幡大神外，還祭祀著境內社的疱瘡社、八幡宮。

本殿為三間社流造結構（三間社：屋頂和建築本體之間的柱子為4根的設計；流造：正面屋頂

向前方延伸形成優美弧線的神社建築形式），屋頂為（用輕薄的杉木板、檜木板層疊鋪設）

杮葺。

現存的上樑記牌為「貞享2年（1685年）牛丸善右衛門」，故為木祖村最老的神社建造物。

被尊為小木曾區的產土神。

另外，相傳部落的人為了隔日的田作，將稻苗存放於小池裡，隔天早上卻發現描束上插著御

幣（神道教儀式中使用的祭神驅邪紙垂）。

於是農夫認為是神明降臨而感到歡喜。

因這個吉兆而被視為豐作之神，與八幡杜並列合祀，以取苗大名神之名祭日為5月15日，但無

法確定發生在哪個年代。

諏訪神社改名年代等資訊不詳，但寶曆7年（1757年）吉蘇志略（荻曽）有如下記述。

神祠　[諏訪大明神祠]　[八幡祠]　共同

奉祀藪原祠宮　奥谷氏

過去祭禮在9月14・15日兩天舉行，現在則在9月第2個禮拜日舉辦。

「木祖村的文化遺產巡禮」

（S61（1986年）.3.25發行・木祖村教育委員會）製作


